
69www.xinminweekly.com.cn

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发表，很难产

生大的影响力。而且，如果科研工

作者的论文不能及时发表，对他们

的打击也很大。所以我们想到要创

办自己的杂志”。

张亚非教授认为，好的学术期

刊是科研生态中重要的一环，而当

时国内纳米科技研究的生态中，期

刊是缺失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权威学术期刊还代表着某个领域的

话语权，没有优秀的期刊，学术发

展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纳米科技

是很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中国

科技要想在未来实现更多创新、掌握

核心竞争力，纳米的研究不能掉队。

强烈的责任感也催动张亚非教授要创

办一份学术期刊来搭建我国在纳米微

米领域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引领中国纳米科技的发展。

一本学术期刊白手起家谈何容

易，张亚非教授是纳米研究专家，

但并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为此，他

利用暑假时间邀请一位海外华人专

家回国传授办刊经验，在他的指导

下，张亚非教授和自己课题组的老

师一起制定期刊发展规划、申请域

名、搭建网站、组建编委……。早

期的参与者都是学校老师，大家利

用业余时间投入创刊，而启动的资

金则是张亚非教授个人出资。

其他困难相对容易克服，申请

不到国内刊号这个难题，张教授和

国内很多期刊创办人一样，犯了难。

当时国内每年审批的学术期刊刊号

数量非常少，而申请的排队已经很

长。无奈之下，张亚非将目光转向

申请国际期刊号，这个做法后来被

称为“借船出海”，这也形成了一

些国内杂志先有国际期刊号再申请

中国期刊号，或者长期只有国际期

刊号没有国内期刊号的独特现象。

在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帮助下，

《纳微快报》申请到国际期刊号，

于 2009 年正式创刊，创刊五年后，

申请到了中国期刊刊号。

依靠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张亚

非教授组建了有顶尖专家组成的编

委队伍和审稿专家团队，而日常的

编辑工作依旧由学科团队的老师们

承担。

创刊第三年，《纳微快报》被

SCI 数据库收录，从 2013 年开始，

杂志的影响因子快速上升。为什么

影响力可以快速地提高？张丽英认

为，杂志首先组建了顶尖的专家团

队，因此在选题方向、质量把控上

有了保障；其次，杂志为作者提供

的服务非常重要。这里的“服务”

指的是快速的反馈和专业的意见。

“作者会发现，我们审稿快，反馈

及时，稿件经过编辑部老师们的编

校后，文章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

有不少的提升。这些作者有了切身

感受后，会把信息告诉给同行，让

大家知道我们这本杂志是对作者负

责的，这样我们的稿源质量就会越

来越好。”

上海交通大学也为《微纳快报》

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包括资金在内的

各方面支持。如今，支持学术期刊

的发展受到高等院校充分的重视，

2020 年 11 月，上海交通大学期刊中

心成为独立的二级机构，不再与出

版社有限公司合署办公。“期刊中

心独立成为二级机构以后，我们算

是‘找到了组织’，希望随着关系

理顺，我们的杂志能够得到学校更

多的支持。”张亚非教授说。

《纳微快报》如今还在快速发

展阶段。按照最新 JCR 学科排名统

计，《纳微快报》在 155 本物理类

期刊中位居第九位；在 103 本纳米

类期刊中位居第十一位；在 314 种

材料类期刊中位居第二十一位。三

类期刊里《纳微快报》排位目前在

前 5%-10%，张亚非教授表示，他

希望杂志能够更上一层楼。

尽管是一份高校内诞生的期刊，

但《纳微快报》的编辑们非常重视

维护自己的读者和投稿人，他们运

用社交平台与用户互动，增强期刊

的粘性。“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些

期刊也许做得认真，但文章发布后

由于推介不够，看到的人少，下载

量低，影响力也不够。”张丽英介绍，

《纳微快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注

册了期刊账号，比如在微信公众号

和科学网博客上，拥有庞大的关注

和订阅量。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编辑部挑

选一些论文制作成小视频，以通俗

易懂的形式介绍论文内容。也为大

部分英文文章撰写了中文简介，方

便中国读者阅读。编辑部还会将好

文章通过邮件发送给国内外专家，

扩大影响面。期刊的“存在感”就

这样一点一滴积累。

如今国内纳米科技领域出现了

更多的学术期刊，《纳微快报》也

有了竞争者。张亚非教授认为，如

果大家遵守学术规则认真办刊，多

一些竞争对手并非坏事。

无论从中国科研的发展水平还

是国家的需求来看，中国科学期

刊都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曾

经制约科学期刊创新突破的因素

正 在 减 少，“ 事 在 人 为” 的 使 命

感成为越来越多办刊人的求新、

求变的动力。




